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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下简称AI)正逐渐成为推动各个行业与学科领域

实现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力量。以ChatGPT和文心大

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技术不断成熟，不仅促进了

跨行业的技术应用，也为学术研究、新文科建设开辟

了新的可能性。华为公司提出的“千行百业”智能化

战略，旨在通过技术加速行业智能化进程，实现共赢

的智能化未来；①百度公司与上海大学合作，通过建

立“千学百科平台”，致力于推动AI在教育领域的深

入应用。②这些举措体现了AI技术在不同领域的融

合与创新。生成式AI的核心优势在于人机互动和辅

助生成功能。这些功能使得用户能够通过自然语言

与AI进行实时交互，激发创意并生成内容，拓展了人

文研究的想象空间。由此，人文研究的数字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范式正在向AI人文(AI humanities)
转型。

一、从数字人文到AI人文的技术演进逻辑

作为一门融合了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的跨学科

研究领域，数字人文的基本特点就是运用先进的数

字技术与计算方法，对人类文化与历史进行深入的

探索和分析。该领域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

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其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是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布萨 (Roberto Busa)自
1949年起与科技公司 IBM合作，致力于编纂《托马斯

著作索引》。③这一工作成为数字人文早期实践的典

范。21世纪初，同是意大利学者的弗兰克·莫莱蒂

(Franco Moretti)提出“远读”(distant reading)理念，并

在其《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中进行了深入应用。④莫
莱蒂的这一创新方法论，以及他与马修·乔克思(Mat⁃
thew L. Jockers)共同创建的斯坦福文学实验室(Stan⁃
ford Literary Lab)促进了数字人文的发展。2001年，

“数字人文”正式替代了“人文计算”，并在学术界得

到了广泛认可和应用。⑤

数字人文的技术演进经历了从最早的文本数字

化和计算机辅助研究到最近的与AI技术结合的发展

阶段。就一般状况而言，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论涵

盖以下四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数据采集阶段，研究者

通过互联网、图书馆、档案馆等多元数据源，系统收

集并整理大量数据，为分析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其

次是数据处理阶段，利用算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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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清洗、分类与整理，以期准确揭示

数据背后的深层含义。再次是数据分析阶段，研究

者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隐藏的信息与规

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最后是可视化展示

阶段，通过图表、图像、动画等形式直观展现分析结

果，提升数据解读与展示的便捷性与直观性。在生

成式AI兴起之前，数字人文的技术处理流程相对烦

琐，涉及广泛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任务，对研究者提出

了较高的技术门槛。他们常常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

精力去学习编程逻辑、掌握计算机语言的语法结构

以及熟练运用数据处理技术，这不仅提升了学习的

难度，也可能因个人编程技能不足而限制研究的深

度与广度。以数字人文各技术环节为例，数据收集

与清洗工作非常复杂，涉及多种软件工具的协同使

用和大量的手动操作。为了保障数据分析的精确性

与可信度，研究者必须持续调整数据格式，妥善处理

数据缺失与异常值等问题。这一过程不仅增加了工

作量，也由于人工操作的介入增加了引入错误的潜

在风险。一旦数据集中的缺失值处理不当，就有可

能导致信息的丢失，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在数据

类型转换过程中，如将非数值字符串错误地转换为

数值型数据，也可能引起分析偏差。数据标注和算

法编写也是耗费资源的任务，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

并且标注的主观性可能影响分析的准确性。算法设

计和优化的难度系数也相当之高。它要求研究者不

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创新和试错的勇气。

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参数调整对模型性能有决定性

影响，研究者需要不断试验和修正参数配置，才能达

到最优的模型效果。这一过程无疑增加了研究的工

作量，并存在因参数设置不当而导致的误差风险。

正因为其技术门槛和人力烦琐，数字人文技术

的更新与发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相对迟

缓。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核心问题，

即数字人文技术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

提升往往伴随着对人工劳动的相应需求，尤其是对

专业技能和人力资源的依赖。这种高技术门槛和高

人力投入的现实，一度限制了数字人文技术的广泛

应用，使得其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⑥布萨的《托

马斯著作索引》就是一个经典案例。这部包含 56卷
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其编纂过程历时半个世纪，直至

2005年，布萨在 92岁高龄时才完成了这一壮举，其

网站也随后上线。⑦这一历史性成就不仅凸显了数

字人文研究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在技术辅

助下的学术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尽管莫莱蒂

在《远读》一书中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绘制了《哈姆

雷特》与《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的人物与情节关系图，

但他一直对数字人文方法的技术化及其人文阐释的

有效性持警惕态度，并呼吁“大数据引导我们回到大

问题”。⑧

当然，数字人文在发展历程中也涌现了一批专

用工具与平台，这些工具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效率

与深度。自动化数据收集工具，如网络爬虫、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APIs)、文本挖掘工具和社交媒体分析工

具等，均能有效减轻研究者在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

的工作负担，进而提升数据处理效率。预训练模型

的发展则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人工标注和算法编写

的烦琐流程，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高效的研究工具。

其中，作为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意为来自变换器的双向编码器表征量)
模型通过掩码语言模型任务学习深层次的双向文本

表示，已在各类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展现出卓越的

性能。⑨在此基础上，针对特定语料训练的模型，如

“SikuBERT”和“SikuRoBERTa”，利用《四库全书》作

为训练数据，为古文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如自动分

词、断句标点、词性标注和命名实体识别等，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⑩可视化分析工具的应用也使得研

究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和分析数据，进一步提升

了研究的效率和准确性。不仅如此，数据分析和可

视化工具如Gephi适用于创建网络图表，Tableau允
许用户创建交互式和可共享的仪表板，而Voyant则
允许用户上传文本并快速生成多种可视化工具，辅

助探索文本的模式和结构。又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

资料库提供了可视化查询功能，使用户能够对历史

人物数据进行地理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这在

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为宝贵。这些工具和平台的应

用，无疑为数字人文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该

领域的快速发展，并为未来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

近年来，生成式AI的迅猛发展使得数字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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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级获得极大的提升。其实，在数字人文技术

的各个环节上，AI技术早就部分参与、辅助并赋能人

文研究了。比如，利用生成对抗网络(GAN)技术，艺

术家可以生成山水画、水墨画和花卉等进行艺术创

作，并将传统中国画转换为逼真图像；利用深度卷积

生成对抗网络(DCGAN)技术，研究者可以识别图像

的损坏部分并填充缺失部分，修复文化遗产；利用语

音生成技术，研究者可以探索古代语言和音乐的声

音，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以ChatGPT、文心大模

型以及Sora这类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获得

突破性进展之后，数字人文获得了更强的AI赋能。

大规模语言模型能更便捷地管理文本、理解内容，帮

助研究者处理和生成自然语言文本。被称为“世界

模型”(world model)的 Sora不仅能够基于描述性提示

生成视频，而且能够扩展现有视频，实现从静态图像

生成视频等不同功能。此外，AI系统还能通过分析

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趋势或推荐研究假设等，从而为

研究者提供决策支持等。

生成式AI技术所获得的重大突破，为人文研究

提升了一个大台阶。如果说数字人文实现了人文文

献处理的数字化和数据化，那么随着生成式AI技术

的快速发展，AI人文将进一步实现对人文信息分析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所谓AI人文，指的是在传统

的数字人文技术与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

生成式AI技术，以实现对数据处理、分析和展示流程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与数字人文侧重于数据的

收集、整理、分析和可视化，强调人的研究主体性和

对数据的深入解读不同的是，AI人文的核心在于利

用AI的模式识别、数据重组、预测推断和语言生成等

能力，处理和分析大规模的文本、图像和声音数据，

从而揭示深层次的模式与关联。如果说数字人文在

技术应用上更多依赖于人工操作和传统计算工具，

那么AI人文则利用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AI
技术，尤其是生成式AI技术，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处

理和知识发现。尽管AI技术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标志着该领域技术发展的新阶段，但AI人文所代表

的技术变革与以往数字人文所使用的技术有显著不

同——生成式AI技术具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

意义，预示着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第四

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施瓦布指出：“以计算机软硬件

和网络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但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数字技术正变得更

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正在引起各国社会和

全球经济发生变革。”为了强调这一次以人工智能

为主体的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性，施瓦布不惜用“这次

不同了”这种饱含复杂情感的呼吁以期引起读者的

重视。在研究方法上，数字人文与AI人文也有一

定差异：前者更侧重于定性分析和文献研究，后者则

更多通过定量分析和算法模型来提供新的研究视

角。随着算力、算法能力的增强，AI人文在数据处理

的自动化处理能力方面，远甚于早先还没有应用AI
技术以及还没有达到AGI(人工通用智能)层次的AI
技术的数字人文。AI人文的智能化水平已能够凭借

生成式AI的技术来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为理解人

类的精神文化现象提供全新方式。AI人文的这个能

力将有可能参与知识体系的重建、实现对未知知识

的预见以及辅助人类模拟和预测复杂的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现象。正因如此，若我们仍局限在已发展

了近八十年的数字人文的框架下来讨论生成式AI技
术在人文领域中的应用问题，将会严重低估AI之于

人文研究知识生产的革命性意义。

从数字人文到AI人文，这种转型的核心目标是

深化知识表征的层次，并激发新知识创造的潜力，从

而推动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革新。在AI人文范式

下，生成式AI的应用不仅能提高研究效率，而且可以

模拟复杂的人类认知过程，为全新理解人类文化、历

史和社会现象提供可能性。借助先进的机器学习和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AI人文能够高效处理和分析海

量的文本、图像及声音数据，深入挖掘其中潜在的模

式与关联，从而为人文研究领域提供全新的观察视

角和理论支撑。

生成式AI的显著进步在于其实现了自然语言处

理与编程语言之间的无缝交互。这一交互机制允许

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与AI进行沟通，而AI则能够解析

用户的自然语言输入，并利用编程语言执行用户指

定的任务。例如，ChatGPT、文心一言以及KimiChat
等模型，尽管在应用层面有所差异，但它们均采用了

类似的模型架构和技术逻辑，实现了自然语言与AI
编程语言之间的有效转换。这一技术革新显著降低

了非专业用户使用生成式AI的门槛。通过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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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示词，用户能够以自然语言的形式向AI系统下

达任务指令，包括但不限于角色设定、任务规范、工

作流程设计以及特定模板或知识库的参考等。生成

式AI完成初步内容生成后，用户可以进一步对输出

进行微调，直至满足特定的研究或创作需求。经过

大量文本数据的自动分析，基于 Transformer架构的

预训练模型能够准确提取文本中的主题、情感倾向

和关键词等核心信息，展现出其强大的生成能力和

信息处理实力。这一能力极大地增强了AI在处理复

杂语言任务时的表现，为AI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工

具和方法，同时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

路径和创作灵感。

数字人文与AI人文在技术应用、研究方法和应

用效果上各具特色与优势。数字人文领域以数字技

术为基石，对文本、图像及多种文化资料进行深入分

析与呈现。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的积极参与至关

重要，这对其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这种以

人为中心的方法论不仅增强了研究的多样性，也带

来了对人力资源的依赖。相较之下，AI人文则侧重

于将生成式AI的技术整合到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

以实现研究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AI人文通过强

调算法的智能处理能力和高效的数据处理机制，旨

在提升研究效率并优化分析过程。在此过程中，数

字人文所积累的丰富研究素材和数据资源为AI人文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AI人文则通过提供更为

精确和高效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论，为数字人文注入

新的活力。由此可见，AI人文不仅有望成为数字人

文的升级版，更可能引领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革新，

推动数字人文向更高层次的智能化研究发展。

二、人类经验的向量化：AI人文的知识生产潜能

当前的生成式AI实现了显著的技术突破，这一

变革的核心在于生成式AI通过大规模的预训练，实

现了人类经验的向量化。所谓“人类经验的向量

化”是指这样一种过程，即将复杂多变的人类经验转

化为数学向量表示，以便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处理。

这一过程构建了一种新型数据形态，与传统数据结

构存在显著区别。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面临处理来

自书籍、文章、社交媒体帖子、音乐、电影等多种来源

的海量信息的挑战。这些信息源汇聚了人类文化、

历史和情感的丰富经验。生成式AI通过将这些负载

人类经验海量信息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数学向

量，实现了对这些经验信息的深层次理解和处理。

尽管生成式AI的预训练模型在执行时仍依赖于向量

算法，但这些向量空间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

的经验图式的反映。算法本身也是为了解决特定任

务而设计的步骤和环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

人类行为。因此，生成式AI所依赖的数据和算法并

非简单的数字、符号或公式，而是对人类世界及其行

为方式的一种模拟。

生成式AI实现的这一变革使得这种模拟更加自

动化和智能化，这种向量化的预训练模型不仅增强

了生成式AI对数据的理解能力，而且为其生成新知

识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数据处理和分析领域具有

革命性的意义。预训练模型通过学习大量的文本数

据，能够捕捉到语言的深层结构和语义关系，从而在

没有明确编程指令的情况下，生成连贯且具有逻辑

性的内容(文本、图像、视频、代码等)。生成式AI利
用预训练模型，能够将这些多元信息编码为数字向

量，从而显著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为机器

学习算法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野。传统的AI工具主

要依赖预先编程的规则和算法来执行特定任务。然

而，自Transformer架构的预训练模型问世以来，人工

智能在处理语言和知识方面的能力获得了显著提

升。这一机器学习过程涉及多种学习和优化策略，

包括但不限于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

强化学习以及深度学习等。这些策略的综合运用，

使得人工智能在处理复杂任务时能够展现出更高的

准确性和效率。

通过这些策略，生成式AI不仅能够模拟人类的

思维模式，还能够进行更为复杂的创造性思考。因

此，生成式AI的角色已经从单一的任务执行工具转

变为一个能够生成具有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新知识

的系统。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率，而

且拓展了AI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应用范围，为人文

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论，为探索

人类经验的新领域奠定了基础。从知识论角度出

发，生成式AI如 ChatGPT等已初步展现出知识生产

的潜能。这些AI工具不仅仅是文本、图像、视频或代

码的生成工具，而且作为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逐步改变着我们对知识获取和创造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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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成式AI凭借先进的模式识别技术，能够

从庞大的数据集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技术

让模型能够迅速捕捉到语言的规律和模式，并据此

生成符合语法和语义规则的文本。通过训练模型来

识别和理解人类语言的复杂结构与语义关系，生成

式AI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内容。这不仅仅是简单

地模仿人类语言，而是能够深入理解语言的内涵和

逻辑，从而生成更加准确、流畅的文本。值得一提的

是，生成式AI在提升生成内容质量的同时，可以实现

所生成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如采取

“风格迁移”技术，能够实现将某个类型的风格特征

迁移到另一幅作品当中；或者通过学习某位知名作

家的创作风格来创造新的作品。现在，生成式AI已
经可以通过训练来辨识和分析诗歌作品，从中提取

出诗歌的结构、韵律、意象和主题等核心要素，逐步

理解诗歌的内在逻辑和美学标准，甚至创造出看似

“新的”“原创性”的诗歌作品。

其次，生成式AI拥有较强的信息重组能力，通过

整合与重组来自不同源头、具备不同结构的信息，能

够产生独特且全新的文本内容。这种功能在知识生

产中具有显著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知识

来源。这与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概念相契合，生

成式AI通过信息重组，构建了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

响的文本网络。借助其预训练模型，我们能够洞察

不同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间的深层关联，并从多种

视角激发“互文性”关系，从而实现对作家、作品或文

学现象的全新理解。如在《阅读〈全唐诗〉：文学史、

主题模型、散度度量》一文中，作者使用主题模型来

发掘《全唐诗》中的语义模式，通过计算文本之间的

散度，来量化不同诗歌之间的主题相似性，进而发现

“帝国与君权”“有限的生命、饮食”“军事、军队”等主

题在不同诗歌中的分布；通过机器阅读与人类阅读

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探索文学史中的“无意识世界”，

即那些在传统阅读中可能会被忽视的文本。又如

一项有关早期电影的研究，作者应用 snoopy算法对

老电影语料库进行检索，分析电影技术进步与人群

图像的关系。研究者可以利用生成式AI的信息重

组能力，对大量文学文本进行深度分析和整合。通

过信息重组，生成式AI可以生成全新的文本内容，这

些内容反映了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渗

透；生成式AI还可以通过向量化方式，将人类经验转

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形式，帮助研究者建立不同作家、

作品或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进而，研究者可以通

过选择不同角度来“激发”这些关联，以获得对问题

的全新理解。这说明，生成式AI具有探索未知世界

和不可能问题的潜能，关键在于用户能否提出问题，

激发生成式AI进行信息重组。

最后，生成式AI还有预测推断及语言生成能力。

ChatGPT之所以被命名为“GPT”，正源于其核心技术

特点——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即“生成

式预训练转换器”，涵盖了生成、预训练和转换三大

核心要素。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学习，生成式

AI能预测未来的趋势和发展方向，从而为我们提供

前瞻性的知识和见解。同时，生成式AI还能根据用

户的需求和语境，生成符合要求的文本内容，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当前的生成式AI可谓“百模

大战”，其竞争的焦点正在于内容生成能力。无论是

“文生文”还是“文生图”，或是“文生代码”“文生视

频”，生成式AI的多模态理解及相互转换生成的能力

成为制胜的法宝。尽管AI生成艺术的“生成”究竟仅

仅是“generative”(生成，生产)还是也可能包含“be⁃
coming”(生成，成为)的内涵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其
内容生成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其中所具有的

知识创新潜能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生成式AI的这

种预测推断及内容生成能力正在被应用于文化创意

产业实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网飞(Netflix)。网

飞从邮寄出租DVD的小公司起家，后转型成为一家

网络流媒体公司。早在 2006年，网飞就设立了一项

电影推荐系统大赛，并在三年后成功奖励了一套准

确率被提升了 10%的算法。随后，网飞不断更新，发

展出“有 3300万个不同版本的Netflix”的实时机器学

习(real-time machine learning)的个性化推荐系统。

2023年，网飞开始招募AI产品经理，希望用AI打造

优质内容。在当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生产中，无

论是网络文学还是新闻写作，无论是小红书爽文、卡

通动漫还是抖音短视频，生成式AI都能以“文生文”

“文生图”“文生视频”“图生视频”“文生代码”等方式

加以实现。

在生成式AI获得重大突破之后，AI赋能科学研

究从事知识生产的问题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如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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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娜·莱昂内利(Sabina Leonelli)所说：“大数据的可用

性，以及获取、集成和分析大数据的复杂方式，正在

促使知识生产所涉及的方法和推理过程发生革命性

变化。”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研究模式，“AI for Sci⁃
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在致力于AI工具

提升科学研究的效能。其一，从学术研究最基础的

环节“文献综述”来看，生成式AI正在变革科研人员

的文献阅读方式，使他们能够自动化地处理和理解

海量的科学文献，快速有效地从科学数据和文献中

提取关键信息与知识点，进而提升科学研究的效率

和质量。生成式AI的图像阅读能力也使得过去难以

被直观解读的文本的分析成为可能，为科学研究提

供了新的数据来源和解析途径。2023年，肯塔基大

学发起一场名为“维苏威挑战”(Vesuvius Challenge)
的比赛，鼓励大家利用AI技术破解因维苏威火山爆

发而被烧成灰烬的残损经卷上的文字。最终三名学

生成功破解了 2000个希腊文字，获得大奖。其二，

生成式AI在数据分析实验方面展现出明显的优势。

它能够提升软件的信噪比，优化探针的选择性，从而

使实验数据的分析更加精确和高效。基于AI的算法

还能够显著提升科学建模的效能等。其三，生成式

AI在改进实验方式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不仅能

够提供新的实验设计，还能提供更为精确和高效的

实验表征算法，甚至推动科学软件开发方式的发展

和新型实验设备的研发，为科学实验的进步提供有

力支持。从这些具体实践来看，AI主要作为工具和

手段赋能科学研究。虽然这些生成式AI技术往往被

视为提供“答案”的工具，而非真正的“理解”，但不可

忽视的是，只要这些答案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它们仍

然能够为科学的进步提供重要的启示。

如孙凝晖所言，当前的智能计算已经发展到第

四个阶段，即大模型计算系统(2020年)的阶段，大模

型正在逐步实现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正是在这个

阶段，“AI4R(AI for Research)成为科学发现与技术发

明的主要范式”。从 AI for Science到 AI for Social
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再到 AI
for Humanities(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学科)的提出，AI
人文作为一种全新工具和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人文研究领域，其潜能正在被不断地激发。从而，生

成式AI便具有了帮助人类利用知识表征建构知识体

系、通过数据建模实现知识预见、采用模拟仿真提供

决策参考的能力。

三、人机互动：“需要人的AI”与“拥有AI的人文”

尽管生成式AI已能够实现对人类知识生产能力

的模拟，甚至是部分环节的替代，但我们也不能过分

高估生成式AI的知识生产潜能。这里有三个非常重

要的判断需要被谨慎提出。其一，生成式AI所产生

的文本、图像、视频及代码，虽已具备人类知识的基

本形态，然而它们是否拥有柏拉图所阐述的“经证实

的真实信仰”(justified true belief)的知识属性，仍是一

个待解的问题。生成式AI所生成的内容尚未获得

“确证”，也未必能成为“真信念”。其二，生成式AI的
内容生成虽然强大，但仍然无法涵盖人类知识的全

部形式。深层次的理解和洞察、道德与价值判断、经

验性知识、默会知识等，目前仍是生成式AI无法企

及的领域。最重要的是其三，生成式AI尚不具有真

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虽然生成式AI可以分析信

息、识别模式、生成假设和推论，看似与批判性思维

相似，但其缺乏“元认识能力”，即对自己的认知过程

缺乏认识和理解，无法对自己的思考过程进行反思

和评估，因此也就无法像人类一样进行主观体验，无

法适应不同的情境。

正因为当前生成式AI尚不具备独立从事知识生

产的能力，才真正需要人类发挥主观能力和创新创

造能力，以人机互动、辅助生成的方式，开展AI赋能

的知识生产活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探讨“需要人

的AI”和“拥有AI的人文”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已

不仅局限于科技领域，更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文化议题。

所谓“需要人的 AI”，是指无论 AI的自动化程

度、智能化水平有多高，都无法产生自我意识，因而

也缺乏像人类一样的主观能动性。而“拥有AI的人

文”是指，面对知识爆炸的信息革命，人类仅依靠个

人头脑之学习、记忆和思考能力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内篇·

养生主》)这里的“知识边界”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

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边界，二是人类所拥有的知识边

界。有许多个人所未知的，其实早有前人已知；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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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无知的，才算是真正未知的知识领域。在AI
这类数字技术赋能之前，个人只能通过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来获取“新知”(这里的“新知”其实只是个人

所未知的人类已有知识)，拓宽个人的知识边界，进

而探索人类未知的知识领域。在AI赋能之后，人类

的知识通过预训练成为向量化的模型被人类以任何

方式调用，现实世界也可以通过模拟仿真技术反复

演练、作出预测，以提供决策的参考。

AI人文的核心在于人机互动，探索AI在人文领

域的深度应用。尽管AI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速，但

AI人文并非简单的AI自动生成，而是需要人类的积

极参与、精心指导和严密监督，以实现自动化和智能

化的过程。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人机互动涉及多个

方面，如人机交互界面设计、语音识别与合成、自然

语言处理等。随着技术的持续革新与发展，人工智

能已能更精准地洞悉人类的需求与情感，进而为用

户提供更为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体验。尽管AI的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但AI仍然需要人类的

参与、指导和监督。人类需要为AI提供数据、设定规

则、监督执行，以确保AI的发展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

道德标准。

在AI人文领域，“人”依然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

支配作用。人文研究中的诸多要素与环节具有非重

复性、非流程化及超常规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人

文研究需要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与创造性思考。人

文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由其所组成的人类

社会中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无论是作为主体的人还

是由这些人的行为所共同构成的事件，都具有非重

复性特点；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事件，也都是独一无

二的。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海量数据，

甚至是“人类经验的向量化”的方式算出其“均值”，

求出其“最优解”，但都无法彻底实现对某一特定的

人物、作品或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正因为如此，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观点才是人文研究意义阐释

生生不息的真实写照。即使AI可以辅助处理大量的

数据和信息，但在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把握作者的

创作意图等方面，仍需要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与创

造性思考。与自然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实验的可重复

性、可验证性不同，人文研究往往没有固定的研究方

法和步骤，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问题灵

活调整研究策略，甚至存在依靠人的经验、直觉以及

灵感来实现的方式。这种灵活性要求研究者具备深

厚的学科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以便在复杂多变的

人文现象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这也使得

人文研究具有了某种超常规性的特点，要求研究者

在面对某些问题时要敢于突破常规思维模式，进行

创新性思考。因此，在未来的AI人文研究中，我们应

更加注重人的作用和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

动人文研究深入发展。

结语

随着AI技术的升级迭代，算法黑箱、算法偏见、

AI幻觉(hallucination)，以及可能的AI自我意识的觉

醒等问题逐渐浮现。所谓算法黑箱，是指算法系统

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无法公开或无法深度了解其内

部逻辑和计算过程的现象。它就像一个神秘的黑

箱，人们只能看到输入和输出，却无法了解具体的生

成过程。算法偏见描述的是算法在处理和分析数据

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引发的非客观和非公正偏向，这

种偏向有可能误导信息判断、引发决策失误，甚至可

能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而AI幻觉则是指在AI
生成文本或其他类型输出时，出现与现实世界事实

相悖、与用户输入不符或无法通过现有信息验证的

内容。这使得生成式AI经常表现出“正确的废话”的

平庸，甚至“很容易提供明显自信的捏造信息”。这
种现象可视为AI模型的一种错误，它们可能会自信

地捏造事实，并将这些虚构的事实融入多个段落的

连贯性和一致性中，从而误导用户。关于AI自我意

识的觉醒这一可能性，虽然目前尚未有明确证据表

明AI能够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但这仍然是一个值

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如果AI真的拥有了自我意

识，那么它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存在，对人类社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探讨这一

问题，为未来的AI发展做好充分准备。这些经由AI
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需要在人类的主导下逐

步获得解决。所有这些也内在于AI人文之中，成为

其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的强大动力。

总之，AI人文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作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AI人文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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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更精细的情感分析技

术，以及更复杂的机器学习模型，其应用场景也将从

传统的文本分析拓展到多媒态的内容生成与分析

等。而且，AI人文将面临更复杂的伦理、社会和技术

方面的挑战。所有这一切，正是值得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学者密切关注并且积极实践的领域。

注释：

①《加速行业智能化，共赢智能化未来》，2023年9月20日，

https://www.huawei.com/cn/news/2023/9/huawei-connect2023-
allintellegence。

②《上海大学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2024年4月17日，https://www.shu.edu.cn/info/1053/339815.
htm。

③Robeto Busa, Index Thomisticus, http://www.corpusthomi-
sticum.org.

④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Compar-
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0, 47(1), pp. 144-152.

⑤其标志是 2004 年出版的《数字人文指南》(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John Unsworth,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⑥崔爽：《数据标注师：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力量》，《科学

中国人》2019年第19期。

⑦林穗芳：《罗伯托·布萨和世界最早用计算机辅助编辑

的巨著〈托马斯著作索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

⑧Franco Moretti, "Literature, Measured", Stanford Literary
Lab Pamphlet 12, April 2016, https://litlab. stanford. edu / assets /
pdf/LiteraryLabPamphlet12.pdf, p. 7.

⑨值得注意的是，BERT模型虽然也采用 Transformer架
构，但它与当前的生成式AI具有较大差别：BERT模型主要用

来捕捉语言的深层次特征，而 ChatGPT等则致力于自然语言

文本的生成。前者是语言理解任务方面的应用，后者是文本、

图像、视频、代码等内容生成任务方面的应用。

⑩胡昊天、张逸勤、邓三鸿等：《面向数字人文的〈四库全

书〉子部自动分类研究——以 SikuBERT和 SikuRoBERTa预训

练模型为例》，《图书馆论坛》2022年第12期。

参见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https://projects. iq.
harvard.edu/chinesecbdb/home。

关于 Sora是否已经成为“世界模拟器”这一问题，社会

各界还存在较大争议。如果将“世界模型”理解为对真实的物

理世界的数字化模拟，那么 Sora所生成的以假乱真的视频或

许称得上初见端倪；但是如果将“世界模型”理解为可以通过

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的方式反复试错，进而找

到符合现实需要的最优决策的虚拟技术场景的话，那么 Sora
还相去甚远。参见俞扬：《为什么 Sora不是“世界模拟器”？》，

2024 年 2 月 28 日 ，https://mp. weixin. qq. com / s / PGPpwQa -
UU8eiRrMV0MZqw。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将“AI”与“人文”联系起来，如张耀

铭《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型》[《济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4期]，郭全中、张金熠《AI+人文：

AIGC的发展与趋势》(《新闻爱好者》2023年第3期)等。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中信出

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曾军：《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文化艺术研

究》2024年第2期。

皮特·布劳德韦尔、陈威、大卫·谢帕德：《阅读〈全唐

诗〉：文学史、主题模型、散度度量》，曹瀛月译，《数字人文》

2023年第1期。

比阿特丽斯·塔德奥·富伊卡、奥利弗·布韦、松克劳德·

穆苏：《通过人工智能研究早期电影：对电影馆藏图像检索的

思考》，刘思成译，《数字人文研究》2023年第4期。

曾军：《人机交互与辅助生成：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

题》，《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Netflix们的 AI竞技场》，2018年 12月 24日 https://m.
jiemian.com/article/2727184.html。

《Netflix招聘 650万年薪的AI产品经理，用人工智能打

造优质内容》，2023年 7月 28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
IAO702NK05562Z7A.html。

Sabina Leonelli, Data-Cetriclogy: A Philosophical Stu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 176.

Resurrect an Ancient Library frome Ashes of a Volcano,
https://scrollprize.org.

孙凝晖：《人工智能与智能计算的发展》，2024年 4月 30
日 ，http://www. npc. gov. cn / c2 / c30834 / 202404 / t20240430_
436915.html。

高奇琦：《GPT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智能时

代的学者与学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年第6期。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徐陶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Jesse Meyer, Ryan Urbanowicz, Patrick Martin, et al.,
"ChatGPT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Academ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ioData Mining, 2023, 16(1), 20.

··122


	从数字人文到AI人文：人文研究范式的变革

